
对铝的重要化合物“同课异构”的“冷”思考

新疆昌吉州第二中学 831100 刘磊磊 王 坤

2016 年 11 月州教育局举办了教学能手大

赛，来自州上的 4 位选手共同分享了人教版必修

一《铝的重要化合物》，听课后我获益匪浅，现对

这四节课进行对比和反思。
一、同课异构———教材内容多样呈现

同课异构式教学可以激活教师的教学智慧，

探索教材内容的多样呈现方式，孔子曰: 吾日三省

吾身。如果一个教师仅满足获得经验而不进行深

入思考，那十年经验也是一年工作的重复。
二、同课异构———构建学习新方式

1． 引课———不拘一格

学校 州一中 州四中 阜康一中 玛纳斯一中

引

课

【图 片】各 色

宝石、轴承、坩
埚、耐火材料、

胃药胃舒平说

明书，能 和 胃

酸反 应，为 什

么?

【视 频】

铝锅炖酸

菜鱼能吃

吗?

【魔 术】烧

杯中无色溶

液，盖 上 玻

璃 片，敲 玻

璃片溶液浑

浊，再 敲 变

澄清。

【温 习】未

打磨的两片

铝片分别放

入盐酸和氢

氧化钠溶液

中现象

一课之美在于始，四位教师引课形式多样，

“学起源于思，思起源于疑”四种引课最终都以设

疑形式展开。从效果来看魔术引课极大地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温习缺乏新颖但学生参与度很高。

也可这样: 大山水资源匮乏，人们在浑水加入白色

粉末浑水片刻变澄清———明矾，为何明矾可以净

水? 这种引课不作秀也不空架，从资源和生活角

度让化学知识生活化。
2． 内容开展———小切口，深层次

学校 州一中 州四中 阜康一中 玛纳斯一中

内

容

开

展

【活 动 一】

利用提供药

品实验室如

何 制 取

Al( OH) 3 ?

【活动一】

氢氧化钠

和盐酸溶

液分别加

入 Al2 O3

粉末

【投 影】药

品、物 质 转

化: 铝 盐 +

碱→氢氧化

铝↓

【设 疑】为

何 Al2 O3 能

溶于盐酸和

氢氧化钠溶

液?

学

生

4 人小组讨

论方法依据

复 分 解 反

应: 铝 盐 +

碱→氢氧化

铝↓ + 盐

看书Al2O3

与酸碱反

应 原 理，

引导出两

性氧化物

概念。

同桌选择合

适药品设计

实验。

教师引出两

性氧化物概

念。

化学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从学生已有的经验

和将要经历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叶圣陶说过:

“所谓帮助，主要不在于传播知识而是要引导学

生自己去求得知识，也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阜康一中老师依据第二章学生学

适应。如进行实验探究必须要求具备一定的实

验操作能力; 对教材等化学文献的研究，必须要求

学生具备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 对网络资源的探

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计算机技术及应用能

力等。
4． 教学内容与学校或家庭能提供适当的探究

平台匹配。如有实验室并具备相应的实验器材、
药品、数字化设备，有足够支撑的图书馆藏书和期

刊，具有计算机并能上网等。
探究学习是一种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

是一种获取学习方法与过程的学习。在高中化学

教学中，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使

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激发学习化学的兴趣，

强化科学探究的意识，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基于预测的前提

下实施探究学习，是在已有化学知识的基础上学

习新知识，是在预测与探究的基础上不断地生成

化学新知识，更是在突出各项能力的基础上学习

新知识。最后既得到了认识深刻的新知识，也强

化了学习的技能，形成具有化学学科特色的分类

观、反应观、实验观、结构决定性质观等科学观。
也为学生形成优秀的学习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知识可能被遗忘，方法却让学生受益终身。
( 收稿日期: 2017 － 0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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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物质分类知识和初中基础知识总结物质转化规

律: 铝盐 + 碱→氢氧化铝↓，紧随而后的是突破难

点，为何选氨水比氢氧化钠要好? 引导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得知识。州一中老师引导

学生依据复分解反应: 铝盐 + 碱→氢氧化铝↓ +
盐得到制取方法，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重难点突破———循序渐进，层层深入

学校 州一中 州四中 阜康一中 玛纳斯一中

重

难

点

突

破

【探 究】控

制变量法研

究 问 题，取

两份等量的

Al2 ( SO4 ) 3，

分别滴加足

量的两种碱，

比较产量。

【过 渡】
Al2O3

是两性氧

化 物，那

Al( OH) 3

会有什么

性质?

【讨论】
【实验】
【设 疑】为

何 滴 加

NaOH 后 沉

淀消失?

【启 发】氧

化铝难溶于

水，那 么 该

如何来制备

呢?

学

生

参

与

【实 验】两

支试管中分

别 加 3 mL

硫 酸 铝 溶

液，分 别 滴

加等浓度过

量的氨水和

NaOH 溶液。

【猜 想】

和 酸、碱

反应

【实 验】
…
【归 纳】

两性氢氧

化物

【分 析】氢

氧化铝能和

NaOH 反 应

生成了一种

易溶于水的

物质

【 讨 论 】
［( 1 ) 硫 酸

铝、氨 水;

( 2 ) 硫 酸

铝、氢 氧 化

钠溶液。
【操作】…

教得吃力学得吃力这是一线教师普遍感受，

很重要的原因是课堂没能有效地突破重点与难

点。本节课是对前一节金属铝性质的延伸和发

展，建构 Al ( OH) 3 和 Al2 O3 的铝三角体系。州一

中老师的一滴一滴的碱液滴入后，学生们边观察

边记录难能可贵而且这个探究过程中采用控制变

量法来研究，让学生体会化学定量思维的严谨性。
相比阜康一中老师要宽松的多，还课堂给学生放

手让学生大胆的去做去思，重点在定性的研究。
4． 学生参与———合作并非“合座”

学校 州一中 州四中 阜康一中 玛纳斯一中

统

计

12 组 ( 4

人 /组)

1 组做实验

10 组 同 学

观察、纪录，

1 组脱离老

师视线。

没 有 分

组，演 示

实 验，记

录，个 别

开小差。

24 组 ( 2

人 /组 ) 同

桌 讨 论，选

出可行性方

案操作。

6 组 ( 8 人 /

组)

每组内都有

积 极 参 与

者。

教学活动的开展应先考虑思维深度，再考虑

活动的频繁度。合作学习要在小组成员对各自任

务明确的基础上协作完成，而不是“合座”。需要

教师对学情有充分的了解，一般来说，4 ～ 6 人为

一组，选一名组织力强的组长，明确分工，保证每

个学生都有事情可做，积极参与课堂。从结果来

看，阜康一中老师这一点做的好些，他像一台有判

断能力的摄像机，发现学生中的典型，成功和失败

做法，当堂提出和学生一起分析。
5． 迁移应用———授鱼不如授渔

学校 州一中 州四中 阜康一中 玛纳斯一中

学

以

致

用

【小 结】氧

化铝及氢氧

化 铝 的 两

性，得 出 铝

元素在酸性

条 件 是 铝

盐; 碱 性 条

件是偏铝酸

盐。
【练 习】练

习 1、2

【生 活】

胃 舒 平、

明矾净水

【测 试】
1、2

【视 频】斯

达 舒 广 告、

说明书

【练 习】实

验室如何检

验 Al3 +

【小结】1 实

验室制氢氧

化铝方法

2 氢氧化铝

的两性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比格指出:“学习的效率，

大半依学生所学得知识，可能迁移的数量和质量

而定。因而，学习迁移是教育最后寄托的柱石。”
人们总认为理解是关键阶段，然而，现代认知学派

研究表明理解、记忆和运用都离不开迁移。这方

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州四中老师:“走进生活”胃舒

平、明矾净水学以致用，“测试”练习 1、2 紧扣本

节教学重难点。
三、同课异构———痛并快乐着

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同一节课上完最后一个班

时，遗憾才是最少的。课堂本身就犹如维纳斯女

神一样有种残缺的美，每一次思考都会有收获，反

思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回顾或分析，而是从现有层

面出发向更深层次探索，在新的层面上看到现实

的不足，教师如能及时反思、坚持反思、坚持记载，

必会积累宝贵教学财富，必会体会教学上柳暗花

明的喜悦，必会不断成长。
( 收稿日期: 2017 － 0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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